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咳七风对小鼠的止咳作用研究

邓 鹏 草国忠 序受云

�解放军第 ��� 医院药理室 桂林 �� ��� � �

摘要 本文通过咳七风水提物对小鼠的止咳作用实验
,

以急支搪浆和磷酸可 待因分别作为阳性对照
。

结果表明咳七风水提液对小鼠有良好的止咳作用�尸 � �
�

�� �
,

其止咳作用与急支糖浆或磷酸可待因相当�尸 �

�
�

��
。

提示对其进一步研究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止咳药
。

关键词 咳七风水提物 �止咳作用 �急支糖装
�
磷酸可待 因

咳七风为茜草科虎刺属植物�及叨饥配
“几

认之“ �哪帅动仍。 �
�

琉
�� �� � �� 

,

�� �� �
,

别名

咳嗽木
,

木巴戟
,

主要分布于广西 区的桂林
、

柳州等地
。

味淡微甘
,

性平无毒
,

具有清肺止

咳的功效
。

全株人药
。

当地民间常用来治疗

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 �
‘�

。

�� 年代初我院研

制的平喘止咳药
“

复方白须公
”

中即含有咳七

风
。

其化学成分文献无记载
,

经我药理组初

步分析表明含有香豆精
、

葱酿贰
、

类酮等
。

为

了广泛地发掘民间的中草药资源
,

我们将单

味咳七风的水提物对小鼠的止咳作用进行了

进一步地探讨
,

现将结果报告如下
。

一
、

材料与方法

�一 �材料

动物
� 昆明种小白鼠

,

体重 �� � � � �
。

早

舍不拘
,

分开饲养
。

药品
� 咳七风水提液�原料采 自广西桂林

市临桂县九屋乡
,

由邓鹏鉴定
,

实验用其水提

液
,

水煮三次
,

合并浓缩成含有生药 �扩�� 的

溶液
,

置 一 �℃冰箱中
,

灌 胃前用 �
�

� � 氯化

钠注射液稀释成 �
�

�� 岁而 � � 急支糖浆 �四川

涪陵制药集团
,

批号 � �� � � ��
,

用原糖浆浓度

灌胃 �� 磷酸 可待 因 片 �青 海制药厂
,

批 号

�粼刀加�
,

用前制成 �
� �

喇间 的溶液 � � 浓 氨水

�药用规格
,

浓 度 为 ��
一
�� �

,

作喷 雾 引 咳

用 �
。

�二 �方法

采用小白鼠氨水刺激引咳法 �
�〕

。

将小鼠

置于密闭玻璃容器 中
,

通过空气压缩机连接

喷头
,

以 �吨 的恒 压 将氨水 �浓 度 为 �� �

�� � �均匀喷人容器内
,

喷雾 � � 后观察和记

录小鼠的咳嗽潜伏期和 �而� 内的咳嗽次数
。

二
、

步骤

将小鼠随机分为 � 组
,

早舍各半
�生理盐

水组
,

咳七风水提物组
,

急支糖浆组和磷酸可

待因组
。

小 鼠禁食 � 一 �� � 后将其称重
,

按

�
�

� ��日� �� � 的 比例给小 鼠灌胃给药
,

�� 而
� 后

按氨水引咳法进行实验
。

三
、

结果和讨论

观察小鼠咳嗽潜伏期和 �而 �
内咳嗽次

数平均值结果见表 �
。

急支糖浆组和生理盐

水组相比较
�
咳嗽潜伏期平均值 � � �

�

�� ���

� �
�

�� � �
,

咳嗽次数平 均值 尸 � �� �� � �� �

�
�

�� � � �磷酸可待因组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较
�

咳嗽潜伏期平均值 尸 � �
�

�� � �� � �
�

��� �
,

咳

嗽次数平均值 尸 � �
�

�� ���
� �

�

�� � � � 咳七风

水提物组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较
�
咳嗽潜伏期

平均值 尸 � �
�

�� ���
� �

�

� �� �
,

咳嗽次数平均

值 尸 � �
�

�� ���
� �

�

� �� � � 急支糖浆组与咳七

风水提液组相 比较
� 咳嗽潜伏期平均值 尸 �

�
�

���
� �

�

� � �
,

咳嗽 次数平均值 � � �
�

��  �

� �
�

���  �磷酸可待因组与咳七风水提液组

相 比较
�
咳嗽潜伏期 平 均值 � � �

�

� �� �

�
�

�� � �
,

咳嗽次数平均值 � � �
�

�� � � �
�

�� � 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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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很大发展
,

然而 除了层析法外其它的一

些新的方法如紫外法
、

气相法
、

荧光法等还应

用不多
,

其原因可能和该方法存在一些缺点
,

对方法研究还不够
,

或是仪器昂贵
,

不易普及

等原 因有关
。

争取将更多更先进的鉴别方法

收人药典
,

创造出一套适用于 中药成方制剂

的独特鉴别方法
,

这是我们中药鉴别工作者

的任务
。

近几年来
,

已不断有一些新 的鉴别

方法在杂志上报道
,

如扫描 电镜
、

电泳
、

高效

液相
、

红外光谱
、
� 射线衍射

、

差热分析
、

核磁

共振等方法
,

这些先进方法各有其独特优点
,

在中药鉴别中常能解决一些其它办法无法解

决的问题
,

应 引起药学工作者重视和研究
。

相信随着新药研制的迅速发展
,

随着对成方

制剂质量标准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先进

的仪器设备的不断普及
,

这些先进 的方法将

会逐渐被药典收集
。

从而使中药成方制剂的

鉴别具有更为快速
、

准确
、

完善
、

先进和具有

我国药典特点的一整套鉴别方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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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上接第 ��� 页� 结果表明咳七风水提物的 因相 当
,

而在减少咳嗽次数方面还优于 急支

镇咳作用明显
,

其疗效和急支糖浆
、

磷酸可待 糖浆
。

表 � 咳七风水提物与急支糖装
、

磷酸可待因镇咳作用比较

生理盐水组 急支搪浆组 磷酸可待因组 咳七风水提液组

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 用药前 用药后

咳嗽潜代期 ��
�

��  !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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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
�� �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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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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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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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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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值�秒 � � � �
�

� � � �
�

� ��  � �
�

� � � �
�

�卯 � � �
�

� � 二 �
�

�放 � � �
�

� � 二 �
�

伪�

咳嗽次数 � �
�

��  �
�

� � �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 � �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� � �
�

�� �
�

� �

平均值 �秒 � 尸 � �
�

� �� �� 肠� 尸 � �� 仍 �� �
�

��� � � �� �� �� �
�

��� 尸 � � �! ∀# ! !∃ %

咳七风水提物在减少因氨水刺激引起的

咳嗽方面
,

用 药前后有显 著性 差 异 (p <

0
.
02 )

,

而在延长咳嗽潜伏期 方面略差 (尸 <

0
.
2)

。

总的说来咳七 风止咳效果显著而且明

显
。

急支糖浆和磷酸可待因作为阳性对照药

物
,

有较好的参照作用
。

磷酸可待因作为中

枢性镇咳药
,

其止咳效果不容置疑 ;而急支糖

浆的作用也是消炎
、

止咳
、

祛痰
,

主要用于感

冒后咳嗽
,

夜间阵发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
。

咳七风和这两种 阳性对照药物相 比
,

无论在

延长咳嗽潜伏期还是减少咳嗽次数方面均无

显著性差异
,

甚 至在减少咳嗽次数方面还优

于急支糖浆 P < 0
.
02 (t

= 2
.
179)

。

表明咳七

风有良好的止咳效果
。

实验结果也显示咳七

风的独特之处在于即使是单味药的水提物也

具有很好的疗效
,

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
,

有希

望把咳七风开发成一个新的止咳药物
。

咳七风作为一个 民间用药
,

虽在桂林等

地使用历史年代久远
。

但还从未对其进行过

系统的生药
、

药理学等的研究
。

本药理组 自

70 年代以来
,

即着手于止咳
、

平喘药方面的

研究
。

咳七风水提物经浓缩后再稀释成 l/

ro LD
父的浓度

,

即为 0
.
18 扩耐〔

’〕
,

直接用于小

鼠灌 胃
,

即可取得满意的效果
,

若对其有效部

位深人研究
。

去除无效部分
,

可以预见其止

咳效果将更加明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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